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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运行使用能耗和建材生产与建筑建造过程的能耗，节能

的重点和技术措施也有不同。 一、我国的建筑能耗现状与趋

势 我国建筑总能耗约占社会终端能耗的20.7%。其中，北方城

镇建筑采暖和农村生活用煤约为1.6亿吨标煤/年，占我国2004

年煤产量的11.4%；建筑用电和其它类型的建筑用能（炊事、

照明、家电、生活热水等）折合为电力，总计约为5500亿度/

年，占全国社会终端电耗的27%~29%。 1、北方城镇采暖能

耗 我国北方城镇采暖能耗占全国建筑总能耗的36%，为建筑

能源消耗的最大组成部分。单位面积采暖平均能耗折合标准

煤为20kg/m2年，为北欧等同纬度条件下建筑采暖能耗的2~4

倍。能耗高的主要原因有3个。一是围护结构保温不良。二是

供热系统效率不高，各输配环节热量损失严重。三是热源效

率不高。由于大量小型燃煤锅炉效率低下，热源目前的平均

节能潜力在15%~20%。 2、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目前我国有5

亿m2左右的大型公共建筑。耗电量为70~300kwh/m2年，为住

宅的10～20倍，是建筑能源消耗的高密度领域。调查结果表

明，这类建筑能源浪费现象仍较严重，有很大的节能潜力。

3、住宅与一般公共建筑的非采暖能耗 我国城镇的住宅总面

积约为100亿m2。除采暖外的住宅能耗包括照明、炊事、生活

热水、家电、空调等，折合用电量为10~30kwh/m2年，用电

总量约占我国全年供电量的10%。一般公共建筑总面积约55

亿m2。用电总量约占我国全年供电量的8%。 目前这两类建



筑的能耗水平低于发达国家，这主要是由于建筑提供的服务

水平不高。由于我国能源费用相对于居民收入偏高，绝大部

分城镇住宅的用电水平较低，生活热水用量远小于发达国家

水平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住宅和一般公共建筑内用户提

出了更高的建筑服务水平要求。此外，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

出现了一批高档豪华住宅，户均用电水平几倍甚至几十倍于

普通住宅，此类高能耗住宅有大幅增长的趋势。对于能耗原

本较低的一般办公建筑进行二次装修和加装中央空调系统，

盲目提高建筑内部的“豪华性”，也会造成此类建筑能耗的

成倍增长。 4、农村生活能耗 我国农村建筑面积约为240亿m2

，总耗电约900亿度/年，生活用标准煤0.3亿吨/年。 目前我国

农村的煤炭、电力等商品能源消耗量很低。根据调查，目前

农村建筑使用初级生物质能源的能源利用效率很低，并在陆

续被燃煤等常规商品能源所替代。如果这类非商品能源完全

被常规商品能源所替代，则我国建筑能耗将增加一倍。 5、

长江流域采暖需求 我国长江流域以往的建筑设计都没有考虑

采暖。目前夏季空调已广泛普及，而建设采暖系统、改善冬

季室内热环境的要求也日趋增长。 预计到2020年，长江地区

将有50亿m2左右的建筑面积需要采暖。预计每年将新增采暖

煤1亿吨标煤左右，接近目前我国北方建筑每年的采暖能耗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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